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威斯康星

州密尔沃基市北部一住宅 27 日发

生枪击事件，导致 5人死亡。

当地媒体援引警方的话报道，

5 名受害者为同一个家庭的成员，

年龄在14岁至 41岁之间。一名婴

儿幸免于难。警方在枪击现场找到

一支枪，并逮捕了一名 43 岁的嫌

疑人。

据当地媒体报道，嫌疑人与受

害者认识，有犯罪前科。警方已对

此案展开调查。

【事件】

美枪击案致 5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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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多个疫情较轻的州 27 日

开始逐步放松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

限制性措施，不过疫情“震中”纽约

州不敢大意。州长安德鲁·科莫说，

准备延长州内“许多地区”的居家

令。

科莫在 27 日举行的疫情通报

会上说，过去 24 小时，纽约州新增

1000 多例住院治疗的新冠确诊病

例，死亡 337 例病例，累计确诊接

近 29.2 万例，累计死亡超过 1.7 万

例病例。

他说，纽约州确诊病例增幅回

落得不够快，住院率依然比较高，因

此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得明智点，

因为如果你做傻事，感染率又会回

到 58 天前的水平，没有人愿意那

幕发生”。

就纽约州范围而言，北部地区

疫情最轻，科莫有意允许该区域的

建筑和制造业 5 月 15 日以后复工

复产；纽约市及其周边地区疫情最

严重，解封进展恐怕会慢于该州其

他地区。

科莫说：“全州范围的管控措

施 5月 15 日到期。我将在州内许

多地区延长管控措施。”

纽约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 27

日宣布，市内总长 60 多公里的多

处路段将不对汽车开放，只向行人

开放，供市民遛弯或锻炼。

纽约州 27日取消民主党预选。

美国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本月 8

日宣布退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

选，他的对手、前副总统乔·拜登笃

定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纽约州选

举委员会的官员因此认为，在疫情

中走过场，纯属“多此一举”。

与此同时，一些疫情不严重的

州开始放松先前制定的限制性措

施，包括取消居家令、允许工厂复工

和商家营业等。

佐治亚州上周末开放公共海

滩，27 日允许部分餐馆营业，30 日

将取消居家令。得克萨斯州从 5月

1 日起将允许餐馆、商场、电影院、

博物馆和图书馆等重新开放，但人

流量不能超过可容纳量的四分之

一。

阿拉斯加州、俄克拉荷马州、明

尼苏达州、密西西比州、科罗拉多州

和南卡罗来纳州也开始逐步复工复

产。

不敢大意，准备延长州内“许多地区”的居家令

纽约州不着急“解封”

据新华社报道

企业应关闭休息室，餐馆应使

用一次性菜单和餐具，学生应在教

室内就餐⋯⋯随着美国各地逐步

解除为遏制新冠疫情所采取的限

制措施，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草拟新的卫生指南，确保经济安全

重启。

美国疾控中心已把新指南提

交至联邦政府，正式公布前可能会

作部分修改。美联社 27日披露的

指南草案显示，疾控中心为至少 7

类机构和组织绘制“决策树”，包

括学校、夏令营、托儿所、宗教设

施、大型交通枢纽、工作场所以及

酒吧和餐馆。

白宫先前公布三阶段经济重

启计划，要求学校等机构和组织稍

晚一些开学或复工，但没有为各行

业制定具体的指导方案。

依据美联社披露的指南草案，

美疾控中心建议重启初期学校教

室内书桌应间隔 1.8 米，各类出游

活动和集会应取消，学生不应在食

堂就餐。

餐饮行业应考虑使用一次性

菜单、调味品包装和刀叉等餐具，

在收银台安装防喷嚏装置，限制每

个班次值守人数，并避免推出自助

餐、沙拉台和饮料机等开放式取餐

服务。疾控中心还建议餐饮行业员

工与顾客互动时遮挡口鼻。

宗教活动则应尽量以视频直

播方式举办，或在免下车和户外场

所举办。活动主办方还应鼓励民众

遮挡口鼻、保持至少 1.8 米距离，

并考虑额外增加活动次数，以避免

人流密集。

上述指南今后仅作为指导意

见出台，因而不具备强制执行力，

如何“解封”决策权在美国各州及

地方政府。实际上，美国一些州政

府已为企业重新投入运营制定规

则。例如，密歇根州要求企业限制

经营场所内顾客人数，纽约州要求

企业重新开张前向州政府提交具

体操作方案。

配合美国各地逐步“解封”

美疾控中心酝酿新指南

●

●

据新华社报道 受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影响，日本民众今年没

能像往年一样，聚集在樱花树下

赏樱。日本一家企业因此推出迷

你盆栽樱花，令消费者足不出户

就可以赏樱。日本企业“芬理希

梦”用花盆栽种喜阴、抗寒的樱

花品种，通过控制储存间气温培

育出花期推迟的樱花盆栽。购买

这款含苞待放的樱花盆栽，消费

者数天后可宅在家中观赏樱花开

放的景象，花期持续大约一周。

【社会】

日企推出盆栽樱花

据新华社报道 欧洲研究人

员报告，北极上空一个有记录

以来最大的臭氧层空洞已经闭

合。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27

日报道，欧盟资助的气象研究机构

“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研究人员

上周报告这个好消息。他们在社交

媒体推特发布消息，说“2020 年

北半球臭氧层前所未有的空洞消

失了”，但这与新型冠状病毒“封

城”措施无关。

【环境】

北极臭氧层空洞“愈合”

4月 27日，在纽约布鲁克林大桥附近，老人和孩子佩戴口罩出行。 /新华社

疫情帮了
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
晨报首席记者 顾文俊

迫于疫情的压力，此前连续三次大选都未能成功组阁的以色列政

坛终于打破僵局。 4 月 20 日，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与蓝白党

党魁甘茨同意搁置分歧，共建紧急联合政府。 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将

由内塔尼亚胡继续担任总理至明年 10 月，期间由甘茨任国防部长，而

后换甘茨当总理，内塔尼亚胡则改当副总理。

疫情之下，以色列政局和巴以问题走向正在发生何种改变？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

上海外国语大学志远卓越学者、中东研究所教授 范鸿达

顾问：在以色列国内，真正反

对内塔尼亚胡的人大概有多少？

他们主要反对的是他当政时间太

长还是他涉嫌的腐败行为？

范鸿达： 作为以色列历史上

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内塔尼亚

胡在该国的政治影响力毋庸置

疑。但是在以色列最近的三次大

选中，利库德集团均在 120 个席

位的议会中只获得 30 几个席

位，与“蓝白党”相当，说明内塔

尼亚胡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已经不

再稳固。最近几年以色列国家的

持续性发展遇到一些问题，加上

内塔尼亚胡及其家人面临的包括

腐败在内的多项指控，二者叠加

使得内塔尼亚胡遭遇越来越多以

色列人的抵制。

顾问： 据说在组阁谈判中，甘

茨在司法系统的任命问题上做了很

大的妥协， 他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

人事提名大部分都交给了内塔尼亚

胡。 是否意味着后者将逃过牢狱之

灾，明年卸任后有望全身而退？

范鸿达：内塔尼亚胡知道，目

前以色列有很多政治势力和国民

希望看到他锒铛入狱，这也是去

年两次大选以色列均未能成功组

阁的重要原因。目前以色列国内

反内塔尼亚胡的力量显而易见，

面临多项指控的内塔尼亚胡最担

心的就是司法系统的人事安排，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他在即

将到来的审判中就更加难以左右

自己的命运。现在看来，5 月 24

日的审判不会对内塔尼亚胡造成

实质性伤害。而如果 18 个月后

内塔尼亚胡如约卸任总理，之后

能否全身而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他在任时期的政治谋划。

顾问： 蓝白党创立的一大初

衷就是要把内塔尼亚胡赶下台，

这是该党和利库德集团不可调和

的矛盾。 但是如今， 迫于疫情压

力， 双方决定求同存异， 并肩作

战。 这场疫情将在多大程度上改

变以色列政治？

范鸿达： 这场疫情对以色列

的影响不可小觑。以色列是一个

人口只有 900 万的小国，但迄今

已经超过 15000 人确诊和 200

人死亡，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常常

反对国家抗击疫情的举措，使得

其所在社区成为疫情重灾区，疫

情让以色列的这部分势力变得更

加不受欢迎。而且历经一年之内

的三次大选，选民们也已经表现

出对政治的厌恶情绪。利库德集

团和蓝白党不会看不到这些。

顾问：明年 10 月，甘茨能否

顺利接过总理职位？以内塔尼亚胡

的政治手腕和资源，会不会食言？

范鸿达：这个还真不好说。以

色列是个小国家，中东特别是西

亚地区又是个突发状况频出的地

方，地区形势的发展往往会对以

色列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内塔尼

亚胡是个政坛老手，也是玩弄政

治危机的高手，不能排除地区突

发状况的出现会影响到以色列内

部政治的发展。

顾问： 内塔尼亚胡急于吞并

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实际掌控的土

地，他所依据的是年初与特朗普政

府共同发布的“中东和平计划”，该

计划在国际上完全站不住脚。欧盟

声称将“密切关注局势及其更广泛

的影响，并将采取相应行动”。从阿

拉伯国家到欧盟到联合国，有没有

可能设置实质性的障碍？

范鸿达： 如今的巴勒斯坦问

题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巴勒斯坦问

题了，在巴以问题上，巴勒斯坦方

面的处境无与伦比的艰难，面对

以色列推出的任何不利于巴勒斯

坦的举措，巴勒斯坦方面几乎无

力做出实质性的反击，也不能高

估哈马斯对抗以色列的能力。虽

然国际社会对特朗普版的“中东

和平计划”一片反对，但是过去

这些年已经见证了包括阿拉伯国

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

题上的无力和漠视。国际社会口

头的反对甚至是谴责对以色列的

行动没有任何约束力，如果内塔

尼亚胡接下来真的吞并约旦河西

岸的部分地区，我对巴勒斯坦方

面的境况持悲观立场。

顾问： 假如以色列将约旦河

西岸 1/3 的土地占为己有的举动

木已成舟，是否就成既定事实？将

来也很难再有改变？

范鸿达： 目前巴以问题的核

心现实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早

已是一对实力和能力严重不对称

的对头。巴勒斯坦自身无力阻止

以色列的行动，四分五裂且自顾

不暇的阿拉伯诸国也无心亦无力

应对。目前看来，有能力且有意愿

直接出手阻止以色列采取这个行

动的世界大国也不多。如果说以

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土地

还存在一些变数，这个变数可能

包括土耳其和伊朗的态度。一旦

成为既成事实，按照以色列的政

策习惯，再改变就更加不易了。


